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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

领导下进行的首届修志海兴是1965年新建县，”海兴县志∥不仅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海兴现行行政区域内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而且是海兴历史沧

桑5000年的第一部县级志 它的编修不是一般的重修，更不是续修，而是创

修，其志为创志、立志、树志，结束了海兴自古无志的历史

地方志是官修地情书，是正史，是一方之全史，7海兴县志》是海兴全面的

县情书它横不漏项，纵不断线，似一匹经纬交织的万里长绢纵：上限始于事

物的发端，即海兴形成陆地有人类集聚始，下限至于】990年”十年辑要∥则

直至双千年，即2000年，比一般县市志下限于1985年多编修了15年的内

容，成为本届修志下限最长的一部，横：本志明为中编结构，由23个部

类组成；暗为大编结构，由9个部类组成，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天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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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民情习俗等为一炉。首立《概述》为纲，

总摄全志．统揽县情，阐述海兴历史发展规律；次设《大事记》为经，纵贯古今，

勾勒脉络；中列21编，横排门类，纵述历史；后为《十年辑要》，由5部分组成，

要记1991年至2000年内容。全志190万字，堪称海兴历史上的第一部大百科

全书。一书在手，全县在胸。

本志的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准绳，以丰富翔实

的资料为依据，秉笔直书，客观公正地反映海兴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及现状，尽

力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真实性、科学性、时代性、地方性、可读性的统一，以发

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等特有功能。为增强志书的资治性，努力做到不同

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海兴建县前后、“文化大革命”前

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资料及数据的可比性。为增强志书的地方性，

牢牢把握海兴濒海、界省之特点，并在志书体例的继承上有所突破，将渔业、

盐业分别从《农业编》、《工业编》中析出，专门设《渔业盐业编》，且放在了经济

部类之首，充分体现了“靠海而兴”的地方特点。为增强志书的存史性，将《文

献辑存》也专门设编，大大地丰富了文献资料的储藏量。另外，为增强志书的

可读性。在运用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等多种体裁有机结合的同时，

适度强化了其一定的文学性。这些都是《海兴县志》在志史的继承与发展中有

破有立的独到之处。

古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尤其作为开县首志的《海兴县志》，既无

前志可稽，更无前志可续，再加之海兴建县伊始适逢“十年动乱”，机构不全，

档案残缺，更加剧了县志编修艰巨的超凡性。本志的编修始于1985年10月，

起步于1990年5月，采取三年三步走的方略，一年完成109个乡局级专业志，

一年完成县志合编，一年完成主编总纂，1993年即完成县志主体工程。其后

以《限外辑要》后改《十年辑要》形式两延下限，直至2000年底，先后历时16

载。号称“文化长城”的《海兴县志》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其修志体制是“县委领

导、政府主持、编委会组织、县志办实施、各方参与”。至2000年，参与人员构

成为：编委会34人；县志办7人；县志分编人员24人；专志人员100个乡局级

单位的100个专志小组计377人。至于海兴籍在本县或外地工作与外籍在海

兴工作过提供资料者，更是达万人之多。尤其是县志办领导与工作人员、县志

主编与分编人员、部门专志人员，历经谋篇、专志、合编、总纂、修订、续修，6易

其稿，6大战役。他们不管是否假日，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酷暑严冬，阅万卷书，

行万里路，采万人录，撰万篇稿，怀铅提椠，含辛茹苦，攻坚破难十余载，表现

了大匠不示人以璞的锲而不舍的崇高的敬业精神，为编修出一部纵贯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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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纳百科、垂史千秋的宏伟巨著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县志编修过程中，曾得到中央、省、市及兄弟县市各级领导、志士同仁

无微不至的关爱，其中仅省志办主任、副主任就曾13次莅临海兴指导，尤其

2000年5月23日至5月26日由中央、省、市、县各级领导与专家学者参加的

《海兴县志》评稿会，对志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海兴首志的出版，给全县人民及其子孙后

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宝库，是全县21万人民的千古盛事。哲人

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华夏历代治国安邦的英杰均有

垂范，新中国缔造者的伟人更是为我们树立了楷模o“县志”与“治县”密不可

分，修志为学志，学志为用志，只有这样才能使志书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

等特有功能。使我们鉴古而知今，知今而垂后，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以志为鉴
的科学决策水平，引导全县人民更加了解海兴、热爱海兴、建设海兴，为把海

兴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裕、开放的沿海经济强县谱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新

篇章o

中共海兴县委书记 张兴华

海兴县人民政府县长，纪俊仁

200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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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宗旨<海兴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准则，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依据，秉笔

直书，是海兴历史上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二、范围 以海兴县现行政区建制地域为界，历史上与其有关的内容也予以记述。

三、断限遵循追本溯源、详今略古、重记当代的原则。上限始于事物的发端．下限止于

1990年底。十年辑要时限为1991年1月至2000年底。

四、内容全志首立概述，次为大事记，中设专志21编，后为十年辑要。概述为纲，统揽

县情，总摄全志；大事记为经，纵贯古今，勾勒脉络；专志21编，横排门类，纵述历史；十年辑

要5部分，横排纵述，要记下限以后十年内容。
、

五、体例全志为中编结构，横排为纬、纵述为经，以事归类，各人一志，按编、章、节、目

序列编排。十年辑要以部分、序数排列。

六、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七、文体运用第三人称记述。除古籍引文外，均采用现代语体文。除概述外，均不立．

论，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八、人物传、表结合。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者以海兴籍为主，客籍为副。对历

史发展影响较大的生人．用以事系人方法记于有关编章。

九、纪年 1949年lo月1日以前按中国传统纪年法，即朝代、帝号(庙号)、年号与民国

年号加注公元，1949年10月1日及以后按公元纪年，公元后“公元”二字省略。志中所称“民

国时期”即“中华民国时期”。系指1912年1月1日至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解放前后”系指1945年9月9日盐山县城解放与1945年9月17日无棣县城解放前后；

“新中国成立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县后”系指1965年6

月26日召开海兴建县大会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指中国共产党1978年12月

18日至2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

十、字体字体运用，除引用古籍文字外，均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

10日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
。

十一、称谓以规范化称谓为主，加注别称，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历史名称，皆用当时称

谓，加注今名或近似名；名称较长者，首次出现用全称，后方用简称。

十二、数据 以统计部门法定数据为主体，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为辅助；数字书写，除名

词数字、习惯用语、专用术语、汉字数据引用用汉字外，均使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除土地

．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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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与引用市制计量用市制外，1949年lO月1日及以后均用公制。

十三、图表 图表随文设置，均标序号，序号由三个数组成。首数表示编数，第二数表示

章数，第三数表示图表数；十年辑要中首数用“0”表示，第二数表示第几部分数。第三数表示

图表数。书末附图表索引，与页码对应。’

十四、资料志书资料来自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志书、史籍、文集、专著、谱牒、档案、报

刊、文件、文物以及口述材料等，经考证、鉴别后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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